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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论

民营美术馆上市
被指“名不正言不顺”

近日，在上海和苏州都开设有场
馆的巴塞当代美术馆高调宣布，他们
争取将在今年内“挂牌新三板”。即
便是不懂股票的人也知道，“挂牌新
三板”其实也就是进入证券市场。因
为前无古人，巴塞美术馆此举也称为

“美术馆第一股”。
但这件事就让人感觉到很奇怪：

照理说，进入证券市场上市的都是企
业，而巴塞当代美术馆对外从来都是
以“美术馆”的姿态示人，美术馆一般
都是非营利机构，怎么能向企业那样
上市呢？青年报记者查阅了“国际博
物馆协会章程”。“章程”明确规定，美
术馆是博物馆体系中与视觉艺术有
关的分支，承担着收藏、研究、展示、
教育、推广等多项社会公共功能，底
线是非营利性质。这样的机构上市，
还谈论着如何给股民分红，岂不是很
奇怪？

对于一片疑惑之声，巴塞当代美
术馆的董事长宗莉萍说，巴塞当代美
术馆虽然为一个“美术馆”，对公众也
是一个展示陈列艺术的平台的形象，
但其实他们一直在进行艺术品销
售。这家美术馆有一批70后和80后
的艺术家，他们创作的作品，在展出
的同时也进行销售。而美术馆还有
进行大单购买的收藏会员约500人，
其中不少人购买额已逾百万元。这
么说来，巴塞美术馆虽名为“美术
馆”，其实就是一个画廊，是一家艺术
品公司而已。

于是，人们更为震惊了。巴塞美
术馆这么几年来，其实是以非营利之
名，来做营利之事。他们有一种被欺
骗的感觉。巴塞美术馆上市也被指

“名不正言不顺”。艺术评论人吴江
对青年报记者说，“巴塞上市要想名
正言顺，最好就是改名，但是丢掉‘美

术馆’之名，他们肯定又不舍得。两
边都想沾光，这是很多民营美术馆的
普遍心态。”

两边都想沾光
折射民营美术馆处境之困

其实，巴塞美术馆的做法在很多
民营美术馆中比较普遍。青年报记
者在采访一些民营美术馆时，经常就
听说那些挂在墙上的展览画作，其实
都可以卖的。有的甚至展期还没结
束，墙上的画作已经被卖得七零八落
了。这在人们以往美术馆参观经验
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名为“美术
馆”，却做着“画廊”的生意，人们称之
为“挂羊头卖狗肉”。

这其中当然有违规之嫌。因为
按照现行法规的规定，美术馆因为其

“非营利”之名，可以享受接受捐赠、
免税等优待。但是现在，一些民营美
术馆这些优待统统在享受，却还在做
着很多营利的事情，这显然不符合规
定。自由艺术评论人王鹏说得非常尖
锐：“一方面，企业榨取了其‘非盈利’属
性带来的全部好处，接受捐赠、免税、
豁免海关巨额押金以及社会声誉；另
外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民营美术馆都
附带设立文化公司和基金会，通过商
业运作坐享艺术品的暴利附加值。”

但是，民营美术馆两边都想沾
光，其实也折射出了他们处境之困。
几天前，上海开了一家民营博物馆。
博物馆负责人就对青年报记者表示，
现在私人开设博物馆，虽然会有一些
优待，但其实在房租、安保、运作等方
面完全都有个人承担，相比之下，国
有博物馆享有政府财政全额拨款，两
者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们
很享受作为‘博物馆主人’的荣光，但
为了维持生存，做一点买卖，搞一点
销售，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很
多民营书店都享受到了政府补贴，民
营博物馆为什么没有呢？”

青年报见习记者 姜笑笑

本报讯 据官方消息昨日报道，
被外界称为“摇滚变色龙”的英国著
名摇滚音乐家大卫·鲍威，已因癌症
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9岁。其家人
证实了这一消息。大卫·鲍威刚在今
年1月8日过完自己69岁的生日，并
且在生日当天正式发行了第25张专
辑《Blackstar》（黑星）。正在歌迷们
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他的下一张专辑
的时候，却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

“老爷子走好，天堂不寂寞”
大卫·鲍威是英国代表性的音乐

家，他的音乐影响了今天许多西方乐
坛歌手。昨日，大卫的官方发言人表
示：“大卫·鲍威在与癌症抗争了18
个月之后，今天上午在家人的陪同
下，平静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他的家人知道这个消息会令全世界
的粉丝震惊和难以相信，但是希望他
们能够给予一些私人空间来处理鲍
爷的后事。”

大卫·鲍威在60年代后期出道，
后来被粉丝亲昵称为“老爷子”。昨
天在确认他离世的消息后，万千歌迷
难掩心中悲痛，纷纷在网上留言：“可
惜了，一代传奇，后代也很争气，祝天
堂安好，老爷子。”、“老爷子一路走
好，天堂不寂寞，又去了一个好歌

手！”更甚至有深爱他的歌迷说：“大
卫去了，从此以后，世间再无华丽摇
滚诗。”

“跨越半个世纪的摇滚乐”
大卫·鲍威与披头士、皇后乐队

被并称为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摇滚
明星，有人称：“纵观他的创作生涯，
唯一不变的就是他对音乐形式本身
永恒更替的实验。”1972年，大卫·鲍
威把自己变成太空摇滚歌手的形象，
从此以后这个形象就成了歌迷心中
最难忘的一个，“外星人”专辑也成为
了他的经典之作。

与此同时，大卫·鲍威还是时尚
界的“大佬”。外界对他的评价是：

“大卫·鲍威就是时尚本身，他用自己
的鞋子和裤子就能改变世界。”既然
上台，就要与众不同。大卫·鲍威自
己也说：“我在舞台上就是一个演员，
而非摇滚艺术家。摇滚成为一种姿
态也许从我而起。”

除了音乐上的巨大成就，大卫·
鲍威还曾出演过多部大导演的作品，
并在其中饰演重要角色。他的儿子
邓肯·琼斯目前在电影界也小有成
就，其参演的《月球》《源代码》都备受
好评，昨日他与官方消息一起发文哀
悼父亲：“十分遗憾并且悲伤地表示
它（父亲离世）是真的，我会离线一
会。爱你们所有人。”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第八届“谢晋杯”学院奖
学生影视作品大赛颁奖礼日前在上
海大学伟长楼隆重举行。本届大赛
由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上海电
影评论学会指导，上海大学上海电影
学院主办。类型奖、单项奖相继揭
晓，最终年度大奖压轴颁发，由上海
电影学院的学生短片《不二》获得。

本届大赛和展映单元自2015年
底征片以来共收到来自上海大学、北
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
剧学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等国内
外十余所高校共328部学生作品参
赛。作品类型多样、题材广泛，充分
展现了国内外影视专业大学生的艺
术创意和创作热情，历经学生评委、

专家评委、评委会主席团成员的三次
评审，最终评选出包括2项年度大奖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15个
奖项。评委主席团成员——中国著
名电影制片人方励、上影副总裁王小
军、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导演吴飞跃、
上海影评学会会长朱枫导演等专家，
为获奖学生导演颁奖并送上寄语。

“谢晋杯学院奖”学生作品大赛
创办于2008年，是为纪念中国著名
导演、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首任院长谢晋而设立，旨在展示、奖
励当年度优秀学生短片，挖掘扶持
影视新人。经过多年发展，该奖已
由校园创作比赛升级为青年影视创
作年度推介平台，同时成为促进国
内外影视高校优秀短片展映交流的
品牌活动。

□李金哲
最近，国家话剧院起用青年导演

执导阿瑟·米勒晚年名作《特殊病

房》。这对执导该剧的“90后”导演赵

以来说，不仅是次大胆的尝试，跟老

戏骨们排练，更是次难得的成长。平

台不易，这也让很多青年导演羡慕不

已。也许，未来的赵以，因此能成为

新生代的话剧领军人物。

“领军人物”，即标杆性的存在，

他们的观点、作品、发展模式，势必对

整个业态的发展起引导作用。领军

人物越多，一个领域就越活跃，就越

有讨论性、创造性。

每年“北京青年戏剧节”、“中国

原创话剧展”、“南锣鼓巷戏剧节”的

开办，对青年导演的培养有着重大影

响，出现了像李建军、王冲、黄盈、胡

晓庆等一批优秀的青年导演。其中

黄盈原创话剧《枣树》还上了新闻联

播的头条。十分活跃。

上海在扶持青年导演上也不遗

余力，“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举办

17届，其中“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举

办4年。孵化器效用日渐壮大，在大

力呈现青年导演作品基础上，吸引了

10万人来观看。此外，现代戏剧谷的

建立，创办“京港沪三城青年戏剧导

演作品世博展演季”，落实“青年优才

计划”。凡此种种，对青年话剧导演

的扶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虽然培养了众多青年导

演，但具有影响力、号召力的“领军人

物”却不多见。此前，本土何念凭借

《资·本轮》、《撒娇女王》等原创作品，

赢得一片欢呼，成为沪上话剧导演中

的话题人物。

令人深思的是，沪上还能不能出

现更多有实力、有影响力、有佳作的

代表人物？困境有哪些？创作的质

量是否高？后续发展培养是否跟

进？表面的繁荣触及不到根本，这

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培

养并非一蹴而就，这块土壤究竟有

多肥沃？要出现更多具有影响力的

话剧导演，还需再加把力才行。这

对提升整个城市品质，都会起到积

极作用。

民营美术馆何以“名不正言不顺”？

沪上话剧人才培养还需加把力

■乐坛点击

“摇滚变色龙”化作了天边“黑星”
大卫·鲍威病逝，享年69岁

第八届“谢晋杯”学院奖颁奖

歌迷们用鲜花吊唁“摇滚变色龙”。

如果不是高调宣布可能年内上市，人们或许还不知道
著名的巴塞当代美术馆这几年在“美术馆”的名称上玩着游
戏。馆名之乱，已经成为不少民营美术馆发展中的一个症
结。这其中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 青年报记者 郦亮


